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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政策动态】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5 月 29 日报道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5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

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了讲话。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刘云山、王

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新疆形势，明确

了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主攻方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

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新疆改革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边防巩固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践证

明，我们党的治疆方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我们要结合新疆形势充

实和完善党的治疆方略，坚持长期建疆，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必须把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作为

当前斗争的重点，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大力提高群防群治预警能力，筑起铜墙铁壁、构建天

罗地网。要并行推进国内国际两条战线，强化国际反恐合作。 

    习近平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

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

长城。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

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

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

深了解、增进感情。 

习近平强调，要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要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

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展，同时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

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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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自主创业。要坚持

教育优先，培养优秀人才，全面提高入学率，让适龄的孩子们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

学校。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国家的教育经费要多往新疆投。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

重点向农牧区、边境地区、特困人群倾斜，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贫

扶到家。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对口

援疆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把对口援疆工作打造成加强民族团结的工程。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要科学处理屯垦和维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 

习近平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引导

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生活。要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加强基层场地设施建设，加强互联网建设和管理，激发各族群众热爱新疆的美好情感。 

习近平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建设一支政治上强、能

力上强、作风上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把宝贵年华奉献给新疆的各族干

部要给予特别关心。要大力选拔对党忠诚、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和应对

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干部。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让党的旗帜在每一

个基层阵地上都高高飘扬起来。要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抓紧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 

李克强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特别重要。发展和稳定密不可分、

相辅相成。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社

会稳定的重要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强大推力，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必须围绕稳定谋发展，通

过发展促稳定。新疆的发展要体现新要求、开创新局面。要更加重视贴近百姓，更加重视惠及当

地，更加重视保护环境，更加重视改革开放，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参与式、包容性、

融合式发展，确保到 2020 年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 

李克强强调，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问题，而民生牵着民心。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

发，以增加就业为重点，加快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在新疆的所有企业和投资项目，都要重

视吸纳当地劳动力。吸引内地企业向新疆有序转移、集中布局、集聚发展，实现集中规范就业，

积极发展民族特色手工业，同时鼓励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中央在政策上给予大力和特殊支持。

把教育搞上去，是实现新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

生的基础。要扎实办好义务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积极推进“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帮助新疆各

族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他们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新疆的发展要用好

特色优势资源，在资源开发利用上，要让新疆更多受益，提高当地加工、深加工比例，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地方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造福当地各族人民。要加大环保投入，加大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重点流域治理和水污染防治，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以通道建

设为依托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物流，立足区位优势，建设好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采取特殊的财政、投资、金融、人才等政策，加大扶贫攻坚和民生改善

力度，促进南疆加快发展。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壮大，发挥好新形势下维稳戍边的特殊作

用。举全国之力，深入推进对口援疆工作，把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民生、用于基层。推动跨越式发

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俞正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分析新疆形势，深刻阐述新疆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做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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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新疆工作，特别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全局性、战略性。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主攻方向和政策措施。这些都是指导新形

势下新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他强调，要深刻理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

着力点，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

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狠抓落实。新疆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紧密联系实际抓好学习宣传，抓

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严格执行政策、讲究工作方法，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聚精会神推进社会稳

定的长治久安。中央各部门要讲政治顾大局，分解任务，加强协调，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为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支撑作用。各地特别是援疆省市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

想，完善援疆工作规划，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驱

动作用。对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要进行专门督查，确保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

落到实处。 

 

 

【论  文】 

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内地西藏班 

尼玛顿珠 

 

摘要：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怎样去协调和发展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努力达到各

地区均衡协调发展，并完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是中

国在 21 世纪的历史性主题。其中，民族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承担着培养国家认

同、传承民族文化、培养民族人才等重要功能，也是加强各族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努力培育“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费先生于 1988 年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我国民族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以应对当前民族教

育的理论需求与实践需要。内地西藏班是 80 年代开始中央政策为促进西藏地区人才发展和汉藏

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为基本的视角与关怀，以当前民族教育体系中

的内地西藏班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内地西藏初中班和高中的学校情

况、学习安排、课外活动以及教职工的设置并通过对学生的深度访谈了解了内地西藏班学生在内

地班生活的适应问题、认同建构以及社会资本的培养，对两大内地班研究的主题——学生的文化

适应和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化。本文希望借助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解释和分析目前内地西藏班存在

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 内地西藏班 民族教育  

 

导言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和地域分布广阔的 55 个少数民族共

同组成一个多元一体1的国家。当前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经济发展平稳

                                                        
1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费孝通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 04 期 p1 


